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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下达落实郑栅洁省长莅云调研
重要指示精神工作清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直属各单位：

2021 年 8月 24-25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郑栅洁莅云考察调

研乡村旅游开发、木玩产业发展、美丽县城建设等工作，对相关

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根据郑省长调研指示精神，县政府办公室

拟定了《关于落实郑栅洁省长莅云调研重要指示精神的工作清

单》，并上报省政府，郑省长批示要求抓好落实。现将工作清单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认真抓好组织实施，并及时

反馈工作推进情况，由牵头单位汇总，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核后

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云政办发〔2021〕4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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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每月 29 日前报送至县政府督查室（联系人：袁琦，电话：

15990474526）。

附件：关于落实郑栅洁省长莅云调研重要指示精神的工作清单

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此件公开发布）

2021 年 9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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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落实郑栅洁省长莅云调研重要指示精神的工作清单
序
号

工作目标任务
责任
领导

牵头
单位

协同
单位

具体举措 完成时限

1
加快打造云和梯田标志性

网红点。
李 巍

县文广

旅体局

县旅游

发展中

心、崇

头镇

1.改造提升现有“网红”项目。在梯田景观塔上增设夜间灯光

景观。
2021 年 12月

2.谋划实施更多“网红”项目。加快推进云和梯田景区太空舱、

彩虹滑道和摇摆桥等项目落地。
2022 年 6月

2

积极对接省地质部门，对

云和梯田银矿资源进行再

勘测，探索梯田银矿再开

发利用。

周 坚

县自然

资源和

规划局

县文广

旅体局

1.主动对接。主动与省地质部门进行对接，寻求技术和专业人

员方面的支持帮助。
2021 年 10月

2.组织勘测。组织专业团队对云和梯田银矿资源进行勘测。 2021 年 12月

3.分析论证。根据勘测结果，组织专业人员和相关单位对云和

梯田银矿开发利用项目进行研究，编制可行性报告。
2022 年 6月

3
采取严厉措施对秸秆焚烧

实行管控。

饶钦英

叶时扬

县综合

执法

局、市

生态环

境云和

分局、县

农业农

村局

各乡镇

（街道）

1.落实最严厉的管控措施。用足用好综合执法和环保执法力量，

充分发挥乡镇（街道）网格员作用，建立起秸秆禁烧网格化监

管体系，加大重点时段、重点区域的巡查管控力度，发现一起、

劝诫一起、惩处一起，筑牢“秸秆禁烧”防火墙。

即期落实并

长期坚持

2.实行“以用促禁”。建立健全秸秆收集、储运、利用的闭环体

系，逐步形成秸秆综合利用长效机制。到 2025 年，全县农作物

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5%以上，重点区域和人口密集区秸秆综合

利用率达99%以上。

即期落实并

长期坚持

3.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充分利用报纸、电视、微信公众号、宣

传大篷车等载体，开展多种形式的秸秆禁烧宣传，切实营造“秸

秆不能烧、不敢烧、不想烧”的舆论氛围。

即期落实并

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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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目标任务
责任
领导

牵头
单位

协同
单位

具体举措 完成时限

4
对接省农科院，提高云和

梯田水稻品种质量。
陈伟忠

县农业

农村局
崇头镇

1.谋划建设优质水稻种植示范区项目。建立优质水稻种植示范

区300 亩，优化水稻施肥种类、次数和质量。
2021 年 12月

2.加强与省农科院的对接合作。引进籼稻、籼粳等优质杂交水

稻品种，筛选出2-3个适合云和梯田种植的品种。
2021 年 12月

5

对梯田景区林相做局部调

整，选取当地适合种植且

生命周期长的林木、灌木，

打造彩色多彩林。

周 坚

县生态

林业中

心

县文广

旅体

局、崇

头镇

1.向上对接，争取支持。积极与省林草局进行对接，争取资金、

技术等方面的支持。
2021 年 10月

2.编制方案，落实改造。加快编制梯田核心景区及周边重点区

域林相改造方案，抓紧完成该区域林相调整工作。
2022 年 12月

6

对梯田索道沿线目光所及

范围内村落环境、自然环

境等风貌进行整治提升。

李 巍
县文广

旅体局

县农业

农村

局、县

旅投公

司、崇

头镇

1.实施索道沿线景观修复与环境提升工程。坚持串点成线，重

点推进索道沿线梅源、吴坪、梅竹等村落环境的整治提升，并

做好索道沿线自然景观的修复和美化。

2022 年 6月

2.实施梯田景区沿线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程。编制《云和梯田

创 5A 环境综合整治概念方案设计》，加快完成梯田景区沿线环

境综合整治和云谷山房“微改造、精提升”工作。

2022 年 6月

7
尽快解决梯田景区索道中

转站附近边坡裸露问题。
李 巍

县文广

旅体局

县旅投

公司

1.落实边坡治理。实施裸露边坡治理工程，坚决消除地质灾害

隐患。
2021 年 9月

2.做好景观修复。选取适当的植被，对可复绿的边坡进行植被

种植。
2021 年 12月

8
对崇头镇下垟村进行整治

提升，与梯田交相辉映。
李 巍

县文广

旅体局

县农业

农村

局、崇

头镇

1.进行立面改造。对下垟村与梯田景区风貌冲突的建筑进行立

面改造，对灰寮、菇棚、违法建筑进行拆除。
2022 年 6月

2.进行节点提升。对下垟村田园进行提升，对牛栏猪棚进行微

改造；修整提升村内人行步道，形成环线。
2022 年 6月

3.进行场景打造。充分利用现有空闲建筑，打造畲药主题展示

馆和梯田畲族文化场景。
2022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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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目标任务
责任
领导

牵头
单位

协同
单位

具体举措 完成时限

9
打好打响梯田稻米品牌，

提高农民收成。
陈伟忠

县农业

农村局
崇头镇

1.规范稻米生产。谋划建设梯田稻米生产、加工体验区，形成

梯田稻米规范化生产加工体系。
2021 年 12月

2.加强品牌打造。强化品牌意识，利用报纸、电视、直播等多

种形式宣传梯田稻米，今年计划组织参加全国好稻米评比。
2021 年 12月

10
在梯田布置景观灯，打造

灯光梯田景观。
李 巍

县文广

旅体局
崇头镇

1.实施观光塔区块夜景工程。编制云和梯田观光塔区块夜景方

案，根据方案增设亮化设施。
2021 年 12月

2.实施景区核心区块亮化工程。启动梯田景区核心区块亮化工

程，编制可行性方案，并组织论证。
2021 年 12月

11
谋划丽水山泉云和生产

点。
饶钦英

县水投

公司

县水利

局

1.积极对接。与市城投公司进行对接，组织人员开展实地调研，

完成水源点勘察工作。
2021 年 9月

2.开展研究。组织专家论证会，开展丽水山泉云和生产点项目

项目可行性研究。
2021 年 10月

3.编制报告。完成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1 年 12月

12 修复梯田塌掉的田埂。 李 巍
县文广

旅体局
崇头镇 11月底前组织施工人员进行勘测，年底前完成修复。 2021 年 12月

13

对农村线乱拉问题进行整

改，改善农村整体环境；

对与农村周边景观不协调

的护栏、路灯进行改造，

使之与景观相协调。

陈伟忠
县农业

农村局

各乡镇

（街

道）

1.排摸点位。针对全县农村线乱拉、路灯和护栏与周边景观不

协调问题进行逐一排摸，以图片形式形成点位整治列表。
2021 年 12月

2.编制方案。因地制宜对每个村庄、每个点位提出相应的整治

方案。
2022 年 6月

3.组织实施。分步分区域将影响村庄美观、用电安全的点位逐

一整改到位。
2022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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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目标任务
责任
领导

牵头
单位

协同
单位

具体举措 完成时限

14

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

解决好农产品标准化加工

、深加工问题。

陈伟忠
县农业

农村局

县经合

中心

1.主动向上争取。积极与省农业农村厅对接，积极引进农业龙

头企业。
2021 年 10月

2.加大“双招双引”力度。通过多渠道、采取多形式开展农业

招商活动，做好农业招商项目推介，发动工商企业到农村投资

兴业。

即期落实并

长期坚持

15
积极争取引进北京中关村

科创企业。
饶钦英

县发改

局

县经合

中心

1.明确重点。组织召开专题招引协商会，研究科创企业招引重

点，突出招引与木玩、轴承、阀门等云和传统主导产业相关联

的科创企业。

2021 年 10月

2.组织走访。依托驻北京招商局，落实县领导带队赴北京，加

强与中关村科创企业的对接，力争引进相关科创企业。2021 年

12 月底前完成一次走访。

即期落实并

长期坚持

16
充分运用大数据，做到水

库泄洪精准调度。
陈伟忠

县水利

局

县大数

据中心

1.用好瓯江防洪数字化平台。主动对接、全面接入全市瓯江防

洪数字化管理平台，综合运用大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技术，

直观呈现各类防洪要素、分析研判汛情风险和未来水雨情趋势，

实现水旱灾害防御业务全流程数字化。

2022 年 4月

2.搭建水情、雨情、工情等基础性要素的全面共享机制。加快

推动跨部门业务协同工作，进一步打通数据接口，汇集气象部

门的网格化降水数据、水利部门的实时报汛数据、各水库管理

单位的工情数据等，为全域水库调度工作提供基础性数据。

2022 年 4月

17

争取列入全省共同富裕示

范区产城融合试点，打造

产城融合样板。

饶钦英

周 坚

叶时扬

县发改

局

县住建

局、经

商局

1.主动对接。抢抓有利契机，主动与省发改、住建、经信等省

级部门对接，明确试点申报的相关要求，积极争取支持、指导

和帮助。

2021 年 9月

2.成立专班。成立产城融合工作专班，抽调专人实体化运作，

常态化推进产城融合工作。
2021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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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目标任务
责任
领导

牵头
单位

协同
单位

具体举措 完成时限

3.明确方向。编制打造共同富裕示范区产城融合样板实施方案，

立足“小县大城”发展战略，突出产业化与城市化更加融合、

主导产业更高质量发展、城乡环境更加宜居宜业等方向，推进

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向产城深度融合迈进。

2021 年 12月

4.推进项目。重点推进小徐未来社区、木玩童话小镇、云和县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示范区建设项目（云景生态产业园）等一批

产城融合项目建设。

即期落实并

长期坚持

18
全力做好木玩产业设计研

究和品牌营销工作。
叶时扬

县经商

局

县科技

局、市

场监督

管理局

1.加强政学研企合作。深化与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合作，建设

云和木制玩具产业创新研究院，完善木玩产业院校创新联盟，

开展设计、研究生企业实践等活动。

即期落实并

长期坚持

2.加强商标品牌宣传。在做好“云和木玩”“云和教玩”两大公

共品牌宣传推介的基础上，积极利用政策扶持手段，引导企业

加大自主品牌商标宣传推广力度，主动增加宣传推广的投入。

即期落实并

长期坚持

3.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充分发挥中国云和（木制玩具）知识产

权快速维权中心作用，加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增强企业自身

商标保护意识，保护我县玩具行业良性发展。

即期落实并

长期坚持

19
加快推进“一县一策”工

作。
饶钦英

县发改

局

县各相

关单位

1.主动对接，争取支持。积极与省发改、自然资源、经信、交

通、农业农村等省级部门对接，争取更多政策支持。
2021 年 10月

2.认真研究，修改完善。根据省级部门意见，立足云和实际，

做好政策文件的修改完善，2021 年 10月底前完成最终稿。
2021 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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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工作目标任务
责任
领导

牵头
单位

协同
单位

具体举措 完成时限

20 全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 孙开用
县经合

中心

招商引

资各专

班、各

招商考

核责任

单位

1.强化重大项目招引。明确项目攻坚着力点、关键点，突破点，

持续推进 SGS 木玩质量检测中心、快手直播基地、云和湖仙宫

景区、华强方特主题公园、木玩动漫自然研学基地、木玩童话

小镇客厅研学等项目深度对接洽谈，建立重点盯引项目库，加

速招商引资项目落地。

即期落实并

长期坚持

2.开展重点招引项目调研。对我县近两年落地大项目进行全面

走访调研，全面了解项目推进情况，特别是项目推进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助推项目加快推进。

2021 年 11月

3.强化部门协同，做好项目服务。加强招商引资各部门的协同

联动，做好已签约招商项目的指导服务工作，助推项目早落地、

早开工、早投产、早达效。

2021 年 12月

4.完善在谈项目推进机制。深化招商引资“生命线工程”，提升

招商引资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形成项目招引、研判分析、专

班推进、督查考核的全流程闭环工作机制。

即期落实并

长期坚持

21
积极对接省文旅厅，加快

推进云和梯田创5A工作。
李 巍

县文广

旅体局
崇头镇

1.加快项目建设。今年年底前，完成一级游客中心、观云索道、景

区道路、大地景观、管线落地以及游客中心主题酒店等项目建设，

并开工建设二三级游客中心、观云索道沿线景观提升、小木屋北侧

主题酒店等项目，实现景区硬件设施全面达到5A标准。

2021 年 12月

2.全力争取上级支持。对接省市文旅部门，邀请创建专家现场

指导，并根据指导意见进一步整改提升。
2022 年 6月

3.申请验收评定。2022 年 8 月向上提交验收申请，2022 年 11

月根据现场检查报告完成对标整改，2022 年 12 月力争创成国

家5A级景区。

2022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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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举措 完成时限

22

积极对接省自然资源厅，

认真做好云景产业平台谋

划工作，全力争取土地指

标支持。

周 坚

叶时扬

缪磊磊

县自然

资源和

规划局

县发改

局、云

和工业

园区管

委会

1.编制项目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高质量编制规划设计方案，9

月底前完成项目概念性规划设计方案编制。
2021 年 9月

2.实现项目专班实体化运作。在前期成立项目专班的基础上，

抽调专门人员、落实专门办公场所，推进项目专班实体化运作，

形成常态化办公、节点式管理、清单化推进机制。

2021 年 10月

3.积极争取省级部门支持。主动与省发改、自规、林业、经信

等省级部门对接，积极争取支持、指导和帮助，重点帮助解决

城镇开发边界内的永农与边界外的集中连片稳定耕地进行置

换、近期4000 亩项目建设用地指标等方面的问题。

2021 年 12月

4.做好矿地开发项目工作。积极推进赤龙山矿地综合利用项目，

启动填方区土地征收、政策处理和相关报批工作。
2022 年 6月

5.加强招商引资。加快推进园区国企改革，加强与国能集团等

央企合作对接，解决项目资金难题。
2022 年 6月

23
主动对接省发改委，争取

帮助引进一个央企。

饶钦英

孙开用

县发改

局

县经合

中心

1.深化与结对央企的合作。加强与结对央企（国家能源集团）

的深度对接，进一步完善结对合作协议，根据省发改委统一部

署，完成协议签订。

2021 年 10月

2.争取引进新的央企。利用良好契机，积极与省发改委等省级

部门对接，主动与央企和大型国企对接，全力促成央企和大型

国企项目落地。

2021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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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工作目标任务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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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
单位

协同
单位

具体举措 完成时限

24

主动对接省农业农村厅，

争取帮助引进一个农产品

产业强链企业。

陈伟忠
县农业

农村局

县经合

中心

1.明确重点合作项目。主动与省农业农村厅进行对接，全力争

取省农业农村厅支持与帮助，促成与海亮明康汇生态农业集团

的合作。

2021 年 12月

2.全力争取项目落地。加强与海亮明康汇生态农业集团的对接，

认真做好项目服务工作，重点做好政策处理工作，促成项目早

签约、早落地。

2022 年 6月

25

主动对接省经信厅，争取

帮助引进一个制造业项

目。

叶时扬
县经商

局

县经合

中心、

云和工

业园区

管委会

1.主动对接，明确项目方向。积极与省经信厅对接，推荐宣传

云和的产业特色和产业优势，帮助云和引进合适的制造业项目。
2021 年 12月

2.做好服务，促成项目落地。一方面加强与省经信厅的沟通对

接，争取项目用地、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加强与引进项目的对

接，做好审批服务和平台拓展工作，全力促成项目落地。

2022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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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县委各部门，县人大办、政协办，县人武部，县法院，县检察院，

各群众团体。

云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9月27日印发


